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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《聊斋志异》多取材于民间传说和野史轶闻，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多姿多彩的鬼狐花妖的世界，蒲松龄
在《聊斋自志》中说：“集腋为裘，妄续幽冥之录：浮白载笔，仅成孤愤之书。
”所以说，它既是一部“搜抉奇怪”、“ 事涉荒幻”的文言短篇小说集，又是作者“触时感事”、“
以劝以惩”的孤愤之书。
“蒲松龄神鬼狐妖画苍生，驰想天外的志怪，是沧海桑田的人生，人神交往，人鬼交替，人妖转换，
花妖狐魅异化为芸芸众生，构成聊斋最和谐的美。
《聊斋志异》成为集志怪、神话、寓言于一体的小说宝典。
”《聊斋志异》一书，历代多有评议。
由于其深度、广度、明晰度都大大超过文学史上的同类作品，所以清代思想家陈廷机称它是“空前绝
后之作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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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　　有个乡下人在市集上卖梨，因为梨的味道更好，价格也就更贵些。
有个身穿破衣的道士求他施舍一个梨。
乡下人又是轰又是骂，道士就是不走，还说：“你有一车梨，我求你施舍一个给我，你不给就不给，
何必发这么大的脾气？
”围观的人也劝乡下人——挑个最差的梨给道士，打发他走算了。
乡下人却坚决不肯。
酒店里一个伙计见外面吵闹得不可收拾，就出钱买了个梨给了道士。
道士道谢后对围观的人说：“出家人不会独享。
我其实有很好吃的梨，现在我请大家吃。
”有人说：“你既然有好梨，为何刚才不吃自己的呢？
”道士回答说：“我需要这个梨核作树种。
”说完，道士就把梨吃掉，将梨核埋到土里，又向旁人借了一碗水浇上。
就在众人眼前，一棵嫩芽破土了，忽然间便长成了树，一会儿就开了花，又一会儿便结了梨，果实累
累。
道士摘下梨送给众人。
一会儿的工夫，树上的梨全都分完了。
道士又把梨树砍倒，拖着还长满树叶的树干悠闲地走了。
　　在道士种梨、分梨的时候，那个乡下人也混在人群里面看热闹，竞忘记去看住自己的梨车。
当道士拖着梨树走远了，他才发现自己的一车梨都没了。
乡下人这才明白，道士分的梨原来就是自己的梨。
他又仔细检查车子，发现有个车把被砍断了。
他生气地去追道士，没跑几步，只见被砍的车把在墙脚下，而道士早已不知去向了。
所有人都把这件事当做一个笑柄。
　　作者自语：“乡下人糊涂常常被人笑话，每次看到那些家境富裕的乡下人对待乞丐的态度就很生
气，他们施舍给穷人一碗饭都舍不得，甚至于父子之间还锱铢必较。
但要是被赌博迷住了心智，则会花尽全部的财产。
像这样的事情数也数不清，有像这个卖梨人一样愚蠢的乡下人又是什么奇事呢。
”　　蛇人　　有个人以驯蛇为生，他曾有大小两条青蛇，身上都有红色斑点，非常通人性，叫做什
么动作就做什么动作。
驯蛇人对它们尤其喜爱。
一年后，大青蛇死了，驯蛇人想要再找一条填补空缺，但一直没有时间，心里很不舒服。
一天晚上，驯蛇人住在山上寺庙里，早上起来一看，发现二青也不见了。
驯蛇人苦恼得要死，到处寻找也没找到。
原来每次到山林中，驯蛇人都把蛇放了，让它们自由活动，但不一会儿它们自己又回来了。
这次他也盼着二青能自己回来，便一直在庙里等着。
等了大半天，也没见二青回来，驯蛇人终于绝望了，收拾东西离开了。
刚走没多远，就听见草丛里塞塞率搴有声音，驯蛇人惊讶得四下寻找，发现二青回来了。
他高兴极了，像得到宝物一样，后来又发现另一条小蛇在跟着他们。
驯蛇人说：“我还以为你逃走了呢。
这条小蛇是你引来的吗？
”便拿出吃的给二青和新来的小蛇吃。
小蛇虽然不逃走，但却很害怕不敢来吃。
二青像主人对待客人一样把吃的叼去给它。
驯蛇人再喂食，小蛇终于肯吃了。
驯蛇人把新来的小蛇，起名小青，又经过一番驯养，小青与二青一样听话而且会表演各种技艺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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驯蛇人带着它们四处表演，挣了很多钱。
　　驯蛇人的蛇通常以二尺为标准，大于这个尺寸，就要更换蛇了。
但驯蛇人对二青的感情非常深，一直没有丢弃。
又过了两三年，二青已经长到三尺长了，终于不得不放生了。
有天走到山间，喂足了就把它放了。
二青进了树林，不一会就回来了，围着住过的竹篓爬行。
驯蛇人说：“快走吧，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，从今以后你住在山林里一定会过得更好的，不能一直让
你住在竹篓里啊。
”二青听后离开了，但一会儿又回来待在竹篓里不走，驯蛇人明白了，原来二青是要来告别啊。
二青吐着信子摆动着脑袋，就像朋友话别一样，向驯蛇人告别。
它后来终于离开了。
只剩下小青和驯蛇人生活在一起，小青虽然也很听话，但终究不如二青好。
　　樵夫常常能看见山中的二青。
几年后，二青又长大不少，开始出来伤害人了，行人纷纷避让，不敢到它的活动范围内。
一天驯蛇人从这里路过，一条大蛇冲出来，吓得驯蛇人赶紧跑。
他越跑蛇越追，眼看就要追上了。
忽然驯蛇人发现，这个蛇身上也有红色斑点，这才认出是二青，于是喊它的名字。
大蛇果然马上停住了，看了半天，又像过去一样缠到驯蛇人的身上。
虽然它没有恶意了，但毕竟是那么大的蛇，驯蛇人支持不住，大声呼喊，二青这才放开了他。
二青用脑袋顶竹篓，驯蛇人明白了它的意思，把竹篓里的小青放了出来。
两蛇相见，十分亲密，缠绕在一起半天才分开。
驯蛇人对小青说：“我很早就想把你放生了，现在你有伴了。
”又对二青说，“原来是你把小青带来的，现在你再把它带走吧。
我再嘱咐你一句，山林中不缺食物，不要伤人犯下罪责。
”两条蛇低下头好像听懂了，便一前一后离开了。
自此以后行人再也没有受到二青的伤害，不知道它们去了哪里。
　　作者自语：“蛇是个动物，还懂得有老朋友之间的感情，听从规劝。
但是人啊，即使有数十年的友情或是受到过很多恩惠，也会落井下石，甚至加害对方，完全不考虑过
去的情谊，把对方当做仇人，还不如蛇呢。
”　　崂山道士　　王公子在家里行七，是世家大族之子，少时羡慕道术，听说崂山上有仙人，便前
去寻访。
到了山顶发现有个很幽静的庙宇，有个道士正坐在蒲团之上。
王公子向他问道，发现他讲的道理很玄妙，于是想要拜师。
道士说：“恐怕你不能受这份辛苦啊。
”王公子很有信心地说：“我可以承受的。
”　　傍晚，其他的徒弟都回来了，王公子和他们一一打招呼后，就留在了庙里。
第二天，师父叫王公子同其他徒弟一起去砍柴。
就这样过了一个多月，王公子的手都生茧子了，他觉得很是辛苦，心里打起了退堂鼓。
王公子某天晚上回来，看到有两个人和师父在一起喝酒，师傅用纸剪了一个圆贴在墙上，顿时月光洒
满了屋子，很是明亮。
有个客人说要与徒弟们同乐，要大家一起喝酒作乐。
王公子心想只有一壶酒，七八个徒弟怎么够喝呢。
徒弟们都抢酒喝，生怕一会儿就没了。
大家喝了半天，壶里的酒竟然没有见少。
客人又说：“明月如此美，但我们却如此寂寞地喝酒，不如叫嫦娥来吧？
”就把筷子扔到月亮中。
看到一个美女从月光中走出来，刚开始不到一尺，等到走到地上就跟常人一般大小了，又唱歌又跳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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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唱完，她又蹦到桌子上，众人正在惊讶，她又变成了筷子。
客人对师父说：“今天很开心，现在我有点醉了，不如我们就住在月宫里吧。
”于是师父和两个客人一起移身到了月亮中。
大家清楚地看到他们三人坐在月中，就像镜子中的影像。
夜深了，月亮不再明亮了，徒弟们把烛火拿来，看到只有师父在，客人们已经走了。
墙上的月亮只是一个圆纸片而已。
师父问徒弟们是否喝得尽兴，又嘱咐他们早睡别耽误明早砍柴。
徒弟们都退下了，王公子想要退却的念头，因为这晚的奇遇彻底打消了。
　　又过了一个月，师父还是什么法术都没有传授给王公子。
王公子觉得痛苦不堪，于是向师父告辞说：“我跑了很远的路来拜师，不奢求学到长生不老之术，哪
怕学到一点点法术也成。
可我在这里待了两三个月了，每天只是砍柴。
我在家也没有受过这份苦啊。
”师父说：“我曾说你不能承受这份辛苦，果然如此吧，你明早离开吧。
”王公子说：“请您传授给我一点法术吧，也不枉费我辛苦了这么长时间。
”师父问他要学什么，王公子说要学穿墙术。
师父就教给了他咒语。
开始王公子害怕，不敢往墙上撞，后来逐渐掌握了要领——就是不能犹豫要快速穿过。
师父又给了他回家的路费，嘱咐他要保持心术纯洁，才能保证法术有效。
　　王公子回到家后，说是遇到了神仙，学会了穿墙术。
妻子不信，王公子只好演示一番，却失败了，脑袋上撞起一个大包。
妻子笑话他，他还埋怨道土的法术不灵。
　　作者自语道：“听说这件事的人没有不大笑的，但却不知道世间像王公子这样的人不是少数人。
有人喜欢阿谀奉承，害怕直言忠告，于是就有无耻奉迎的人。
于是那人越来越横行霸道，放纵错误。
刚开始可能没出什么事，便以为什么事都可以这样放纵，直到有一天吃亏了才发现自己错了。
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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媒体关注与评论

　　用传奇法，而以志怪，变幻之状，如在目前；又或易调改弦，别叙畸人异行，出于幻域，顿入人
间；偶述琐闻，亦多简洁，故读者耳目为之一新。
　　——鲁迅　　对于当时龌龊社会，颇具愤慨之念。
于肉食者流，鄙夷讪笑者甚至。
　　——钱玄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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